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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学艺 志存高远

邰立平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

也是一个功底深厚的民间艺术家，长

期致力于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凤翔

年画堪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

年画媲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

种从黄土地上诞生的艺术品，格外接

地气、有魅力。

据考证，凤翔做年画“始于唐宋，

盛于明清”。位于县城东边的南小里

村是凤翔年画的中心，根据流传下来

的祖案记载，早在明洪武年间，世代

耕居于此的邰氏家族，就已从事木版

年画的制作。

受祖父和父亲熏陶、培养，邰立

平 6 岁起就跟随祖父邰世勤学习填

色，9 岁开始在父亲邰怡的指导下，

系统地学习家传年画工艺。初中毕业

后，邰立平毅然走上了木版年画的传

承之路。作为凤翔年画第 20 代传承

人，他致力于挖掘、整理、研究和复制

流散民间的古样，使这一古老民间传

统艺术得以传承。

1983 年、1984 年，邰立平跟着

父亲先后参加了在中央工艺美术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凤翔年画展

览会。在 1983 年的展览会后，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还召开了一场

有 37 名专家参加的研讨会。会上每

个人发言 5 分钟，邰立平的父亲破格

被允许发言 15 分钟。“在 15 分钟里，

父亲把凤翔年画的概况、恢复、现状

向专家们做了介绍，引起了很大的轰

动。”回忆当年的研讨会，邰立平仍然

激情满怀。

青年接棒 扎根传统

1984 年，到北京参展半年后，邰

立平的父亲因病去世。32 岁的邰立

平正式接棒祖传的木版年画，创办了

凤怡年画社。虽然继承了祖辈父辈的

技法，但邰立平仍感觉达不到他们的

高度，比如祖父的设计、父亲的染色。

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主要分

为画样、刻版、印刷、填色四大流

程。其中画样与工笔画类似，就是

设计年画的题材与内容，主要考验

艺人的绘画功底。为此，邰立平在

设计室里苦心钻研整整三年，在艺

术修养和创作思路方面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他体悟到，任何艺术

形式，都离不开传统的滋养，年画

亦然——只有扎根传统，才会绽放

独有的魅力。

走恢复传统年画的路子并不容

易，在老画版丢失的情况下，只有沿

着祖辈父辈当年走过的路，搜寻他们

散落在各地的画样。一个偶然的机会，

邰立平得知，陕西省群众艺术馆藏有

近 100 幅祖父在 1954 年创作的年画。

他激动不已，花了几天时间，先用铅笔

把样子描下来，再回家用毛笔画出来，

《西游记》的版就这样得以恢复。他将

这些画印出来，经过手工填色，拿去和

馆藏的祖父作品对比，发现二者几乎

一模一样。在不同的时空，两代人对年

画色彩的把握如出一辙。

经过多年苦心搜集，邰立平终于

完成了父亲的夙愿，先后出版了两卷

《凤翔年画选》，内容包括邰立平能够

找到的共 300 多幅传统年画。

中年钻研 谋求创新

邰立平曾被一个问题困扰很多

年：自己创作的年画为什么一直没

有大的影响力？直到有一天，他突然

意识到，必须走创新之路。于是，他对

传统的木版年画进行了大胆创新，在

残缺的《西游记》系列年画中，补充了

《三藏收徒》《龙宫借宝》《白骨洞》等

内容，又为《白蛇传》系列年画添加了

《奉子拜塔》《盗仙草》等内容，凑够

一套 10 幅作品。此外，邰立平还创作

了《男女都一样》《娃娃少而康》等更

具时代特色的作品。尽管对这些新年

画，人们接受起来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邰立平认为：年画创作本来就是一

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作品能留下十分

之一就不错了。

1986 年，胶印年画逐渐在市场

兴起，老百姓很快接受了这种新型年

画。1987 年，为应对胶印年画对传统

年画的冲击，邰立平尝试用宣纸印年

画，又将传统颜料换为国画颜料，以

满足收藏界的需求。如此应变，让他

的年画作品兼具传统特色和时代特

色，迅速得到收藏市场的认可。

“由此可见，年画其实还是有市

场的，我们需要更多的青春力量和智

慧来传承。”邰立平说，为此，2011

年 4 月，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陕西

凤翔邰立平木版年画传习中心成立，

成为年轻人学习凤翔木版年画的基

地。邰立平还培养儿子、儿媳继承年

画艺术，他们也获得了“陕西省工艺

美术大师”称号。邰立平衷心希望，

凤翔木版年画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和

支持，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这个

行业，让这门传统艺术实现无断代传

承，永远盛开在艺术之林。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邰立平：

凤翔木版年画的守望者
王商君 徐扬

我的城市我的
与文明同行 家

10 月 11 日，市

房屋征收中心党员

干部职工来到陕西

宝鸡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参观学习，接受

了一次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

陕西宝鸡专用汽

车有限公司生产的空

中突击旋翼机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阅兵仪

式上亮相，为宝鸡增

光添彩。为了增强干

部职工的自信心和自

豪感，市房屋征收中

心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组

织了本次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当天，市房屋

征收中心党员干部职

工参观了企业党建园

地，通过观看视频短

片重温了党史。随后，

参观了企业自主研发

的边防巡逻车、水陆

两栖运输车、空中突

击旋翼机等高科技产

品，学习了相关国防

知识，感受到国家的

发展之快。

参观结束后，大家表示，要以身

边的先进为榜样，把爱国之心践行在

行动中，不忘初心担使命，立足本职

作贡献，扎实推进城市“五拆”、市区

旧城（城中村）改造、市区拆除工地

扬尘治理等工作，以实际行动为我市

“四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鲁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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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永忠为妻子张引娟整理衣服

来永忠今年 66 岁，妻子张引娟今

年 63 岁，两人都是宝鸡市公交公司退

休职工。

7 年前，张引娟突发脑梗塞，全身

瘫痪，不能动，不能说话，也没有了记

忆。7 年来，丈夫来永忠不离不弃，精

心照顾，唤醒了失忆妻子，他们的爱情

故事感人至深。

妻子患病

“我感觉天塌了”

来永忠的妻子张引娟因身体状况

不佳提前退休，习惯了忙碌工作节奏的

她，开始精心安排丈夫的生活起居，打

扫房间、清洗衣物、买菜做饭，她都自己

干，从不让丈夫插手。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012 年 10

月，张引娟正准备迎接自己的小外孙出

生，却不幸突发脑梗塞，全身瘫痪，不能

动，不能说话，也没有了记忆。“当时我

感觉天塌了，眼泪不由得流下来。”回忆

起 7 年前的那一幕，来永忠红了眼眶。

但是在他的心里，坚信坚强的妻子一定

能够痊愈。

悉心照顾

“我坚信她一定会恢复” 

妻子出院后，吃喝拉撒都要人照

料。来永忠向单位请了假，从此开始了专

职照顾妻子的生活。每天清晨 5 点，他就

起床给妻子做早餐，紧接着喂饭、喂药，

然后给妻子翻身、按摩，换洗弄脏的衣

物。来永忠刚开始操持家务时还不熟练，

不是摔破了饭碗，就是洗不净衣服，做饭

也是常常缺盐少醋。不过，勤快的来永忠

很快就适应了，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虽然辛苦，但来永忠说：“我坚信她一定

会恢复。”

为 了 帮 助

妻子尽快恢复

记忆和说话，来

永忠总是抚摸

着妻子的手，给

她讲他们年轻时

的故事，讲他们的

小外孙多可爱。这

时的他，微笑着面对

妻子，背过身却是泪流

满面。

     不离不弃 

“照顾她是我的责任”

2013 年 5 月的一天傍晚，来永忠像

往常一样对着妻子讲述往事，妻子突然

发出了“咿咿呀呀”的声音，来永忠见状

欣喜不已，“老伴儿，你记得我了吗？”

看到妻子用眨眼睛回应，来永忠激动得

紧紧握着她的手，一时间忍不住老泪纵

横……经过药物溶栓、抗凝，以及脑保护

等治疗，加之来永忠的悉心照顾，张引娟

渐渐能含糊地说出两三个字，像孩子一

样和丈夫简单“对话”。一年后，妻子能

下床了，来永忠用手架起妻子的胳膊，她

就能缓慢挪动两步。而这样的恢复速度，

已经超出医生的预估，来永忠看到了胜

利的曙光。

女儿给妈妈买来轮椅，这下，来永

忠就能带妻子出门了。从楼下到周边，

从周边到火车站广场，他们活动的范围

越来越大。到今年，来永忠全职照顾妻

子已 7 年了，而现在的张引娟，不仅能

开口说话，还能在丈夫的搀扶下走 200

米呢。

邻居和熟人都夸赞来永忠的耐心

和细心，他总是动情地说：“以前老伴

把我照顾得特别好，现在老伴有病了，

照顾她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天晴时，老两口常出现在火车站广

场上，来永忠会吹笛子给老伴听，曲调悠

扬动人。但听到的路人却不知道，比笛声

更动人的，是他们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

爱情故事。

门画《马武》门画《秦琼》

好丈夫 7 年来坚持照顾患病妻子 ——

“为了她，再苦再累也值得”
罗 琴

邰立平，1952 年生，凤翔南小

里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艺

术研究院民间美术创作研究员。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共同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

术家”称号，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共同授予“中国民间文

化杰出传承人”称号，文化部和国

家非遗中心授予中华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薪传奖。作品《执鞭敬

德》 《纳祥童子》 《佳人爱菊》 《富贵

花瓶》等登上国家特种邮票。


